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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
近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就科学家爱国精神着重阐述。
他强调，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
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祖国
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凝结
着广大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众多科
学家将人生理想融入奋斗中，为国为
民鞠躬尽瘁、只争朝夕，留下许多动人
故事。

热爱科学，但更爱祖国
1950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美

国一位化学泰斗家中，师生展开一场
倾心长谈——

“我对贵国目前的落后情况确信
不疑。你若回到那里，继续从事科学
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导师哈弗尔德
说。“虽然我的祖国满目疮痍，但一个
爱国者是不会嫌弃祖国的。”学生说。

回到祖国，学生成为现代理论化
学研究的奠基人，培育了一批化学名
家。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敖庆，“中
国量子化学之父”。

时隔60余年，似曾相识的一幕再
次上演。

2012 年，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
大学格里姆彻对面前的中国青年再三
邀请，希望青年留在她的团队。青年
却婉拒恩师：“我的祖国正处于高速发
展阶段，我迫切地想要参与并见证变
化，与祖国一起成长。”

解密艾滋病病毒毒力因子结构，
探索如何对目的基因进行“关闭”“恢
复”和“切换”等精准“手术”，在世界
上首次揭示 T 细胞受体复合物的结
构……回国不足 8 年，青年就在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多篇高质
量论文，在艾滋病病毒结构生物学和
基因编辑方面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
工作。

国家所需，就加紧突破
为加紧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

划”两个关键有效载荷的攻关，中国
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王智及团队一直处于“紧
绷”状态。

2017年，我国开始加紧开展引力
波探测研发，由中国科学院发起的空
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正式启动。
2019年8月31日，我国首颗空间引力
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成功
发射，完成在轨测试任务，项目立即进

入“太极计划”三步走的第二步。
这意味着，王智团队要不断研

发提高载荷性能。他们时常忙到没
时间好好吃饭，泡面、饼干成了主
食；项目论证需要随时出差，不少人
把行李箱放在办公室，随时拎包随
时出差……

团队承担的任务指标要求几近苛
刻。比如，超稳望远镜稳定性要求是
1皮米（相当于1米的一万亿分之一），
而国内常规的望远镜稳定性要求是
0.01毫米。“这样的精度在过去几乎没
有，压力大时会让人有想大哭一场的
冲动。”王智说。

使命必达，沿着先辈的
足迹出发

九月的一天，阳光照射着西沙海
域，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研
究员张浴阳从海面探出头，阳光把他
的脸晒得黢黑。

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中国科学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在南海建成
了世界最大珊瑚礁生态保护示范区。
对主攻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张浴阳来
说，他的任务是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
间，在南海岛礁“种”珊瑚。

下潜到深深的海底，用手将珊瑚
幼体固定在苗圃上，作业4到6小时后
回到船上继续做研究，第二天再下
海……十几年如一日的科研生活，他
要这样度过。

尽管经验丰富，还是有意外发
生。2019年的一天，张浴阳提着装珊

瑚的篮子在水下行走，发现迷路时他
已经偏离了近 200 米。氧气耗尽，他
不得不从18米深的水底直接上浮，导
致身体受损。可恢复后，他又提着篮
子下海了。

珊瑚的生存条件很苛刻，种珊瑚
总是面临失败。“我们有耐心，失败一
次，就改进方法再来一次。”张浴阳指
着一张图片说，他们最早种植的一批
珊瑚已经近一米长。

漂泊在海上，孤独时刻伴随他。
有信号时，张浴阳会给孩子发视频；更
多时候，他都伏在时而晃动的桌上看
文献、写报告。“珊瑚可以保礁护岸，
对我国生态环境至关重要。”他说，20
世纪 60 年代，老一辈科研人员从小
舢板起家，在广阔的南海印下了孤独
的足迹，更激励着他和同事们坚守，
潜心研究。

在全国各地，众多的“张浴阳”
活跃在科研一线。江西九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林业高级工程师梁跃
龙毕业后钻进大山里，30 余年来专
注于完善生物资源库，有高校向他
抛出橄榄枝，被他拒绝；华中科技大
学一群科学家在防空洞改建的实验
室，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寂，一次
次将万有引力常数 G 值推向新的测
量精度……

老一辈满头白发，新生代逐渐成
长，唯一不变的是初心与传承。他们
的目光所及，意志所在，使命必达。

记者 陈 俊 褚晓亮 孟含琪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终不悔为国为民 攀高峰只争朝夕
——来自科学家的动人故事

全力救治重症患者，不顾一切与
死神“赛跑”，“一人一方案、精准施
治”……作为医疗界的“百年老店”，在
支援武汉期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
鄂重症救治医疗队抓住重症患者这一
关键，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用一系列
严谨、扎实的流程和制度，齐心协力、
并肩奋战，圆满完成了重症救治任务。

在支援武汉期间，康焰作为华西
医院第三批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队
长，带领 131 名医护人员，于 2 月 7 日
抵达武汉，受命援助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东院区，整建制接管两个危重症病
区、共计80张床位。

“到达武汉后，我们发现一些病情
相对稳定的病人与危重病人没能及时
分级管理，重症病人的治疗效果也欠
佳。我们立即进行了相关流程的梳
理，及时对不同程度的重症病人进行
分级管理，盯住危重症病人全力救
治。”康焰说。

医疗队把病区细分为红区、黄区
和绿区。红区收治危重病人，黄区收
治可能从重症转向危重症的病人，绿
区收治症状相对较轻的病人，有针对
性地分配救治力量。

“一人一方案，精准施治。”康焰
说，他们集中全力对重症病人早筛查、
早集中、早治疗，尤其是对危重症病人
进行每天会诊，每天都要对每一个病
例进行治疗方案的优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华西医
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一共派出175
名医务人员紧急驰援武汉，共接管 7
个危重症病区，负责 259 张床位的危

重症患者救治，收治了667名患者。
与死神赛跑，提高护理质量也是

重要环节。作为医疗队队员，到达武
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时，护士长冯梅发
现他们将与来自 11 个不同医院的护
士合作，但来自呼吸、重症、感染等科
室的人员很不足。

“为了提高护理质量，统一管理标
准势在必行。”冯梅把专业的华西护理
模式带到了武汉前线：成立病房临时
护理管理小组，实行“护士长-专科护
士-责任护士”三级责任制管理。在
人员安排上，尽量保证每一班次都有

当地医院本院护士在岗，每一班次都
有呼吸、感染或重症专业且临床经验
丰富的高年资护士在岗，治疗护理密
集时段安排“华西护士+其他医院护
士”组合，病房护理工作井然有序、安
全高效。

新冠肺炎会引起呼吸衰竭，大多数
重症患者必须吸氧，才能开展后续治
疗。在医疗队中，呼吸治疗师非常重

要，可以说是前线隐形的“氧气医生”。
“前线收治的都是重型和危重型

患者，基本上都需要呼吸支持——从
普通氧疗到经鼻高流量氧疗。”在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支援的华西医院
呼吸治疗师倪忠说。

医疗队刚到武汉时，病房里有个
67岁的患者，有20年的抽烟史，基础
肺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感染病毒后，缺
氧明显，情况危险。

“我们立即想办法改善他低氧的
情况，先是用无创呼吸机，发现氧气压
力和浓度都不够。后面又用床头的氧
源接鼻塞供氧，同时再搬来一个大氧
气钢瓶接上储氧面罩，给患者双重供
氧，才让患者氧饱和度不断上升，缓解
了明显缺氧的表现。”倪忠说。

在前线，呼吸治疗师往往要想尽
办法解决患者的缺氧难题，同时，还要
面临插管可能造成的被感染风险。

“有个病人情况很危急，需要紧急
插管帮助他呼吸，但当时条件有限，不
能完全达到应具备的防护标准，为了
减少暴露风险，同事就紧急找了一个
大塑料袋，在我的防护面屏下缠了一
圈当成‘围脖’，就这样给病人插了
管。”倪忠说。

“竭尽全力让患者顺畅呼吸是我
们的使命！”倪忠说。

记者 董小红
据新华社成都9月18日电

“救治危重病人，我们拼尽全力”
——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

2月7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出131人的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主要参与重
症患者救治工作。图为出征仪式上，医生合影和宣誓。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张汨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
强1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
解放军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
练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台互动频繁，昨日更有美国副国
务卿访台。请问对此如何评论？
解放军对此有何应对措施？

任国强说，今日开始，中国人
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附近组
织实战化演练。这是针对当前台
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台湾是
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来干涉。

任国强说，近期，美国和民进
党当局加紧勾连，频繁制造事端，
无论是以台制华还是挟洋自重，都
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条，玩
火者必自焚！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
能力，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

“台独”分裂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解放军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9月18日，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一家农业公司的工人使用机械设备收获马铃薯。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
塞北管理区的6万亩马铃薯和1.3万亩胡萝卜进入收获期，工人抢抓农时进行收获。 新华社发

又是一年秋收时

9月18日，万荣县裴庄镇岔门口村村民展示采收的棉花。
秋日时节，山西省万荣县裴庄镇岔门口村的棉花喜获丰收，村民抢抓

农时采收棉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曹 阳 摄

喜迎棉花丰收

据新华社福州9月18日电
（记者秦宏）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航
天自动控制研究所所长马卫华17
日在福州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
将打造“会学习”的运载火箭。

马卫华在2020年中国航天大
会“人工智能赋能航天控制发展”
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让火箭“会
学习”》的演讲。他说，随着我国

深空探测活动的深入开展，运载
火箭在发射后，有可能会遇到没
有预测到的环境、没有预测的事
件发生等各种复杂问题。从“十
四五”开始，我国将通过“航天控
制+人工智能”探索，打造“会学
习”“终身学习”的运载火箭，不断
提高运载火箭适应复杂环境和自
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完成更复
杂的探测任务。

我国将打造“会学习”的运载火箭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8日电
（记者谢希瑶 安蓓）国家发展改
革委 18 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
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自 2020 年 9 月 18 日
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降低315元和30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
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
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
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
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
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
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
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汽油、柴油价格下调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王秉阳）为严防聚集性疫情、做好
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满足“愿检尽检”人群需求，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发布通知，
鼓励疾控机构开展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服务。

通知指出，各级疾控机构要积
极提供核酸检测社会化服务，确保
愿检人群能及时接受检测。要按
照检测规范要求，认真做好实验室

改造扩建、仪器设备配备、检测人
员培训等，做好实验室质控工作，
保证检测质量。同时要加强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严格操作流程，
妥善处置剩余生物样本和实验室
废弃物。

对于检测服务收费问题，通知
指出，省级财政和价格主管部门要
做好收费立项审批和收费标准制
订工作，收费标准要与当地医疗机
构核酸检测价格标准进行衔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鼓励疾控机构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王立彬） 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保住中华民族的“铁饭碗”，
我国对耕地“非农化”行为的严格禁止
将常态化、长期化。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 18 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六种严禁
的耕地“非农化”行为：严禁违规占用
耕地绿化造林，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
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严
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
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
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自然资源部
将同有关部门一起，采取有力措施，强
化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
和粮田“非粮化”行为。

王广华说，制止耕地“六个严禁”
已纳入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自
查内容。明年自然资源部将会同农业
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对“十三五”时期省
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
全面考核，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展
绿化造林、挖湖造景、非农建设等耕地

“非农化”行为将纳入考核内容，对“非
农化”问题突出的省份将公开通报。

严禁耕地“非农化”
将常态化长期化

（上接第一版）
我省和江苏都有很多国家级

开放平台和境外园区，这些资源可
以共用共享。在共建产业园区方
面，近年来，双方积极推进新区、开
发区、园区创办经验交流，我省大
力支持江苏重点市县在辽发展“飞
地经济”，实现模式创新、资源互
补、利益共享。从省内各市看，沈
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与常州高新区
就精准承接先进制造等产业转移
达成协议；锦州与江苏中元集团合
作的“锦州蓝·科技文化创意产业
园”投入运营，得力集团等 7 家企
业签约入驻；阜新、盐城共建的环

保科技园区正在加快建设。
辽苏同为科教大省，跨区域科

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机遇
无限。近年来，我省学习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经验，培育新
型研发机构 22 个；协同推进平台
建设，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在江苏筹建研究院和研发中
心，辽宁沐与康公司与南京工业大
学成立氢能研发中心；联合开展技
术攻关，沈阳拓荆与苏州珂玛共同
承担国家半导体重大科技专项，东
软集团参与无锡车联网城市级示
范应用重大项目。

牵手三年 辽苏合作“步步登高”


